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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家校合作的调查研究
赵建芳 1　李一敏 1　陈　晨 2   

（1. 台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临海 318000；

2. 佳木斯大学，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2）

摘要：心理健康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校合作是现代教育改革的一个方向，将心理健康教育与家校合作结合起来是未

来教育发展的趋势。2020 年因为疫情原因，教师和学生的授课形式和学习方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这种背景下，了解小学心理健康教

育中家校合作的现状，并提出改进策略，有助于家校合作的良好发展，从而促进小学生心理素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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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理健康教育是学生素质教育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目

前心理健康问题逐渐呈现低龄化的特点，小学生出现心理健康问

题的情况越来越多。家校合作是现代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可以极大提高教育效率和质量，将心理健康教育与家校合作进行

有效结合，有利于效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一、心理健康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是根据学生生理心理发展的规律和特点，运用

心理学、教育学等，促进学生整体素质全面提高的教育。国内，

大部分教育工作者也将其称之为“心育”“心理教育”“心理素

质教育”和“心理质量教育”等。学生的心理健康理想状态是保

持性格完美、智力正常、认知正确、情感适当、意志合理、态度

积极、行为恰当、适应良好的状态。遗传和环境是影响心理健康

的两大因素，特别是童年的环境影响极为重要，毫无疑问，家庭

和学校是影响小学生心理健康的两大主要因素。

二、家校合作

 “家校合作”也称“家长参与”“家长参与决策”“教育介

入”“家校合作”“家长——教师合作”等， “家校合作”是家

长与老师之间为了促进孩子身心健康成长而共同合作、相互配合、

相互协调过程中的一系列活动总称。合作形式是多样的，合作内

容也是多变的，这种合作是平等的、双向的、长期的，合作双方

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2020 年是特殊

的一年，这一年因为疫情原因，老师和学生主要是在家网上授课、

学习的，新的事物难免会伴随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学生因抵制

不住网络的诱惑而沉迷游戏、因不适应网课学习而自暴自弃、因

缺少同伴交流而郁郁不乐等，这时家校合作的必要性就凸显出来。

三、疫情后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家校合作的现状

为了了解疫情后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家校合作的现状，本研

究采用线上发放问卷的形式开展调查。问卷分为家长问卷和教师

问卷两部分，主要围绕“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对心理

健康知识的了解情况”“对家校合作的观念认知”“家校双方的

合作频率”“合作方式”等内容进行，了解家长和教师在小学生

健康方面的认知、态度和合作情况。此次问卷调查对象中有教师

128 名，家长 188 名。

（一）调查结果

1. 家校合作的频率

表 1　疫情后家长主动与老师沟通的频率

沟通频率 几乎不交流 每月交流 每周交流 每天交流

人数（个）

百分比（%）

11

5.85

67

35.64

102

54.26

8

4.26

数据显示，疫情后几乎不与老师交流的家长占 5.85%，每月

与老师交流的家长占 35.64%，每周与老师交流的家长最多，占

54.26%，而每天会与老师交流的家长占比最低，只有 4.26%。

2. 老师对家校合作的态度

表 2　老师对家校合作的态度

态度 麻烦多于帮助 帮助多于麻烦 希望保持距离 不希望保持距离

人数（个）

百分比（%）

83

64.84

45

35.16

102

79.69

26

20.31

数 据 显 示， 家 校 合 作 中， 认 为 家 长 带 来 的 麻 烦 多 于 帮 助

和希望教育工作与家长保持一定距离的老师分别占 64.84% 和

79.69%。可见，大部分老师更倾向于独立工作，不希望家长过多

的参与到学校的教育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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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校合作的形式

图 1　家长与老师沟通方式

数据显示，在学生可能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时，67.55% 的家长

选择通过微信、钉钉等网络平台与老师沟通交流，57.03% 的老师

也倾向于通过线上聊天平台与家长进行沟通交流，只有 11.70% 的

家长和 16.41% 的老师会选择通过面对面沟通交流，如家访、请家

长来学校、或者主动找老师等。相对于线上的家校合作情况，线

下合作很明显在一定程度上被家长和老师忽视了。通过对部分老

师和家长的访谈发现，共同点是认为线下的家校合作费时费力，

完全可以采用线上的形式。

4. 对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方面

 表 3 　家长重视的方面

家长重视的教育 学习方面 生活习惯方面 心理健康方面 其他方面

人数（个）

百分比（%）

157

83.51

23

12.23

6

3.19

2

1.06

数据显示，83.51%的家长把学习排在第一位，更重视学生的学习方面的教育，而只有3.19%的家长更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

5. 老师对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方面

表 4　老师重视的方面

老师重视的教育 学习方面 生活习惯方面 心理健康方面 其他方面

人数（个）

百分比（%）

97

75.78

2

1.56

26

20.31

3

2.34

75.78% 的老师把学习放在第一位，更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有 20.31% 的老师开始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6. 家长和老师认为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原因

图 2　 学生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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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62.23% 的家长并不认为小孩子会出现心理健康问

题，12.23% 和 11.70% 的家长认为学生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是由于

学习压力和同伴交往，7.45% 的家长认为学生出现心理健康问题

是因为家庭关系。44.53% 的老师认为家庭关系是导致学生出现心

理健康问题的原因，25.78% 和 24.22% 的老师认为学习压力和同

伴交往是导致学生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原因，只有 3.91% 的老师

认为学生不会出现心理健康问题。

7. 针对疫情防控的沟通

表 5 　疫情发生后老师和家长沟通的频率

频率 多于 50 次 30~50 次 10~30 次 10 次以下

人数（个）

百分比（%）

121

64.36

35

18.62

32

17.02

0

0

通过对家长的调查发现，疫情发生以来，老师和家长针对

疫情防控方面沟通的频率，10 次以下的为 0，10~30 次的占比

17.02%，30~50 次的占比 18.62%，50 次以上的占比 64.36%，

可见，在疫情发生后，家校合作的频率有了显著的提升，但是

主要是针对疫情防控方面的内容，没有特殊提及心理健康方面

的内容。

（二）存在问题

1. 家长主动合作性较低

大部分家长与老师沟通交流的频率较低，只是与老师保持着

一定的沟通，甚至有部分家长缺乏主动与老师沟通交流的意识，

比较被动。作为家校合作的另一方，家长们如果没有主动与老师

沟通交流的意识，仅仅只是在等老师单方面的主动沟通，那么就

会减少很多家校合作的机会。作为老师，往往面对的是几十位家长，

而且通常是利用空余时间与家长们进行交流沟通，难免会有些疏

漏。

2. 线下家校合作被弱化

线上沟通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为家校合作提供了无限

的可能性，大部分家长与老师都更倾向于通过线上沟通交流展开

家校合作，这无疑在某些方面能让家校合作更加高效，但是线下

家校合作的直观感受也不可被忽视。如今线上家校合作方式占比

过大，可能会让家校双方对家校合作的仪式感不再那么强烈，逐

渐走向碎片化和程序化。

3. 都比较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

大部分家长更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在大部分家长的教育理

念中，仍然认为学习是第一位，在没有特别提及或者出现问题的

情况下，把心理健康教育视为一项高难度且用处不大的工作。老

师相对比家长要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但是绝大部分老师认

为学生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原因出在家庭关系上。

4. 针对疫情形势下的心理健康沟通内容缺少

疫情的发生，使家长和老师都处于应激状态，更多的关注学

生的学习状态和生活起居，专门针对学生心理健康方面的内容相

对不足，针对疫情现状而展开的心理健康合作内容缺少，更多的

是疫情防控的沟通。

（三）原因分析

1. 心理健康方面的专门训练缺乏，导致双方对心理健康的重

要性认识不足

越来越多的家长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为了学习，会给学生

报各种课后辅导班、才艺班等，在没出现问题前，大部分家长并

不会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即使老师强调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重

要的，也没有真正重视起来。究其原因，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

都比较缺乏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知识。部分学校不重视对老师的

心理健康知识的培训，老师没有太多的机会接触到专业的心理培

训老师；也有部分学校会定期对老师进行心理健康知识的培训，

但是由于实际生活中缺乏实践的经验，也导致老师们纸上谈兵。

而家长很难学习到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知识，也无法凭借科学的

心理基础知识简单地对学生的心理状态做出正确的判断。

2. 过度关注成绩，导致家校双方在心理健康方面的合作意识

薄弱

目前的教育特点，仍然是已应试教育为主。在学校里，大部

分老师专注于自己的课堂教学计划，在需要家长的配合时就只是

简单的通知一下或者举办家长会，并没有与家长进行深入沟通交

流，交流的内容集中于学习成绩。老师一般认为学生出现心理健

康问题的原因来源于学生的家庭情况，因此在与家长沟通交流学

生情况时只提及学生在校表现，并不会针对心理健康进行及时有

效地沟通。还有部分老师认为大部分家长文化素养较低，不懂如

何正确教育孩子，还固执己见，不仅没能力参与学校教育工作，

不能提供有效的帮助，反而还有可能带来麻烦和不便，这也不利

于展开在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家校合作。加上一部分家长的主

体意识薄弱，只是一味地配合学校教育工作，没有自己观点和主

见。

3. 信息便捷，导致家校合作浮于表面，效率低下

“互联网 +”的发展，增加了便捷的线上家校合作方式，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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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越来越多的家长可以参与到孩子的教

育中来，更是让家长和老师都忽略了线下的家校合作，放弃传统

的家校合作方式，出现了以线上交流为主的单一的家校合作方式。

在各种的家校合作形式中，不难发现家长的参与并没有进入到深

层次的方法学习或者思想交流上，仅仅只是表面的参与和配合。

每次家校合作的结束，家长和老师双方并没有多少的收获，对他

们来说，这只是一次学生在家表现和在校表现的信息共享活动，

老师吸收不了部分家长的开明教育思想，家长也学习不到对学生

的正确教育方式，往往事倍功半。

4. 过度应激导致家校合作的内容未能与时俱进

新冠疫情的到来让每一个人都措手不及，在应激状态下，人

们更多的关注疫情防控，而没有精力去关注疫情所带来的相关问

题。尤其是在教育形式发生极大的改变的状态下，从原来的到校

学习变成了居家学习，对于老师和学生来说，更多的是适应新兴

的教学模式和生活方式。

而在家校合作的过程中，大部分老师和家长还是仅仅着眼于

学生的一些日常心理健康情况，仅仅针对学生已经出现的较为普

遍的心理健康问题展开家校合作，大部分家校合作是为了解决学

生对学习的不正确态度或不恰当想法而进行的。

疫情期间，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网瘾）并没有得到老师和

家长及时地重视，导致家校合作其内容还未做到与时俱进，没有

及时针对学生的心理状态做出合作内容的调整。

四、心理健康教育中家校合作的改进策略 

（一）提升教师和家长对家校合作重要性的认知

首先教师要了解家校合作的重要性，明白家庭教育是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中重要的一环，有及时与家长沟通的思想观念；教师

也要提高与家长沟通的能力，提升与家长沟通的技巧。

学校可以对校内教师开展有关于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培训，

提高教师的专业心理健康知识储备，面对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能够

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

同时需要让家长能重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掌握一定的心理

健康知识，学校可以展开专家座谈会议、现场交流会议等，并向

家长发放一些关于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学习小册，提高对心理健

康方面家校合作的重视。 

（二）拓宽家校合作形式，提高家校合作效率

学生的情绪变化很快，有时候并不能及时地被家长或老师察

觉到，若是建立一个专门的心理测试系统，每周一次让学生和家

长共同做一次测试，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家长通过与学生一起做心理测试的过程，了解学生的心理健

康状况和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老师可以通过每周一次的线上心

理测试结果，为每一位学生分析、制定专门的心理辅导计划，让

心理健康教育更加高效，也要有利于提高家校合作的效率。学校

可以定期定时上传至学校开通的心理健康教育专题平台，向学生

和家长宣传心理健康教育知识。

（三）针对特定情况，制定家校合作应急方案

对于疫情后的家校合作，除了提高双方家校合作意识、拓宽

家校合作渠道以外，学校老师和家长要具备应对突发情况时家校

及时合作的意识，尤其是针对重大生活事件时学生心理健康情况

的应急方案。

无论是生活环境的变化还是学生某次情绪的崩溃，家长和老

师都需要引起重视，或许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就暗藏了学生的心

理变化，因为质变是由无数次量变累积起来的。所以，制定家校

合作应急方案，提高家校合作的频率，可以让学校老师和家长及

时掌握学生心理情况，也可以让家校合作内容针对社会现状和学

生心理现状及时得到调整，做到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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